
能、强化监督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中

介机构，尤其是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管理。
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应进行改

革，改变原挂靠单位管理会计师事务所

日常经营的行政管理模式，使事务所在

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与挂靠单位彻底

脱离关系，达到事务所真正的独立性要

求。
（作者为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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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家办事业、国家管事业、

国家养事业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造成

事业单位政事职责不分，管理方式单

一，社会化程度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

缺乏竞争机制，发展和需要脱节，管理

效率低下，资源配置浪费，财政供养人

员多、负担沉重。这种现象和我国实行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不适应。
因此，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必须

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

一、合理界定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

围

现行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是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延续而来的。这

些年财政改革虽然不断深化，但从“分

灶吃饭”到“包干体制”再到“分税制”，

主要是在财政收入上做文章，而支出管

理改革则远未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事业单位的性质已

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以往财政供给办

法，重新界定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势

在必行。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事业单位财政

补助范围应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

即财政支出应投向那些代表社会共同

利益、长远利益和非盈利性、不能够或

不便于市场调节的领域及事务。首先

要重新核定各类事业单位的性质，对每

类事业单位按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

要求，重新予以定性和定位。对应该由

政府举办的事业，要重点保证；对不体

现政府职能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业，要

逐步推向市场，停止财政补助。可划分

若干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对由国家兴

办的完全社会公益性、福利性事业单

位，在合理布局、调整结构，定岗、定员、

定编的基础上，财政按维持其正常发展

的需要给予补助。应由财政补助的事

业单位，要本着事业发展需要与财力供

给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按照零基预算管

理办法，科学合理制定事业发展计划，

安排财政经费预算，以促进事业发展和

社会进步。二是对国家兴办的收入比

较稳定，又具有较大公益性和福利性的

事业单位，财政可根据国家事业发展计

划和单位收支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应

由财政部分补助的事业单位，要根据事

业目前状况和发展趋势，制定经费自给

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补助份额，不断提

高事业单位经费自给水平，逐步减轻财

政负担。三是对同一事业性质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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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单位，要区别对待，制定明确的分门

别类政策，便于规范运作。对科学研究

事业，完全属于技术开发性的，应并入

企业或转为科技开发性企业；属于应用

性研究、其大部分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

生产、生活，作为商品销售的，财政只选

择认为必要的科研项目给予经费补助，

不再补助一般经费；属于基础性研究

的，在冗员精减之后，其人员经费、公用

经费由财政补助。对教育事业，属于基

础教育，其经费应由财政补助；中高等

专业教育除师范以外，财政根据财力可

能和单位自立能力确定补助一定比例

和特定项目；中技教育大部分由企业举

办，部分必须政府集中举办的，财政只

补贴初始阶段的建设投资，日常费用靠

市场办法解决（职业高中也需如此）。
对文化事业，凡是能够取得收入并盈利

的，如文艺团体、文化场所、新闻出版等

经营性事业单位，财政应逐步取消其补

助；属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

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列入财政补助范

围。对卫生事业，属公众防疫、计划生

育医疗服务单位，其经费由财政保证；

属社会保险医疗单位和传染病医院，财

政保证其人员经费、医疗设备和基本建

设的一部分；其他医疗单位依靠市场途

径实行经费自收自支。对社会保障事

业，其经办机构经费由财政补助；属于

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应由市场提供。
社会优抚安置和救济、福利事业，由各

级财政提供补助。四是对那些可以进

入市场的经营性事业单位以 及兴办的

经济实体，完全断绝财政补助，促其进

入市场自谋生路。这些单位包括招待

所、报社、杂志社 、各类协会、学会、各类

社会中介机构等等。
需要说明，没有列入财政补助范围

的事业单位，完全推向市场有个过程。
在体现国家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结合

事业单位的经费自给率，分阶段逐步减

少财政补助数额，调动其组织收入的积

极性，要明确制定经费自给规划和管理

办法，力争在 1—3 年内，促其完全进入

市场。同时要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相

结合，一 些没有行政职能，但有一 定创

收能力，基本能够自养的事业单位，要

划并到国有企业中去，实行企业化管

理。

二、加强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宏

观管理

事业单位机构和编制的不合理膨

胀，是因为有其存在的资金渠道，一 是

财政资金供给，二是各种收费渠道筹

资。由于政事不分，导致一些事业单位

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创收的能量相当

大。粗略估计，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资

金不相上下，其中相当部分流进了事业

单位，促使机构和人员的膨胀。这种不

规范的资金来源方式，不利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
加强对事业单位编制的宏观管理，

切断所有超编机构和人员的资金来源，

其存在就难以成为现实。要在界定事

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事

业单位编制的预算约束机制，研究制定

对财政供养人员实施总量控制以及人

员编制与可用财力挂钩的办法，把事业

单位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范围内，由财力来决定编

制。目前状况是财政、人事、编制三部

门分立，编制部门给编制，人事部门决

定进人，财政只有照拨经费，而对人员

编制没有任何约束力。这种状况亟待

改变，一是人员编制由财政、人事、编制

部门三家一起研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不可随意突破；二是财政对事

业单位实行编制、经费双向控制办法，

协同有关部门，认真核定编制和经费，

对超编人员坚决停止财政补助，辅之以

节编有奖、超编受罚的激励措施，促使

其清理分流超编人员，辞退编外人员，

清理长期借调人员，切实控制增加“吃

皇粮”的人数。并积极推进有条件的事

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有偿服务，

逐步减少事业单位对财政的依赖程度，

采取有力措施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同时，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加快收

费体制改革，对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

坚决予以取消；属于税收性质的收费进

行“费改税”，以相应税种取而代之，纳

入预算；属于市场行为的项目要尽快转

化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纳税；对确需

保留的收费，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管

理。彻底切断事业单位用预算外资金

变相扩编的资金来源。

三、建立事业单位运行新机制，优

化和提高资金配置效益

首先，要建立事业单位投资主体多

元化机制，优化资源配制。目前单一的

投资主体，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由国家

包办事业的情况，影响着事业单位的发

展，落后于市场经济对事业单位发展的

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事业单位所有制形式将多样化，国家鼓

励社会力量办事业，实行国家、集体、个

人一起办，企业、社会一起办，内资、外

资一 起办。财政部门要根据界定的支

持范围，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实

现社会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以取得最佳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其次，优化事业发展结构布局，提

高资金配置效益。一是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方针，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保

证科教事业的发展。二是对部门所有、

条块分割、重复设置的事业单位予以裁

并或撤销；对设置过于零散、规模过小、

服务对象单一的单位要适当加以合并，

对任务严重不足或长期不出成果的单

位要进行规模建制方面的压缩或撤销。
三是积极推动教育、卫生、文化、广电、

体育、农林水利等事业结构布局调整，

重点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四 是

按照“扶优扶强、支持重点”的原则，对

一些重点项目或有影响的事业单位，财

政要重点扶持。五是积极探索试行大

型仪器设备等资源共享、共用，在学校、

科研、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打破部门

所有、地区分割的界限，建立开放型事

业发展体制。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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